
前言
油茶（Camellia 	 spp.）為山茶科山茶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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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茶蛀食性害蟲－彫木蛾介紹

際間由各地的稻作材料（包括野生稻種原）

或雜交族群中，共發現超過100個以上的抗稻

熱病基因（R	gene），而在稻熱病菌上也已

確定13個非致病基因（Avr	 gene），其中多

數的抗病基因與病原菌的非致病基因有對應

關係，符合1971年美國植物病理學家Flor所

提出的「基因對基因」（gene	 for	 gene）假

說（如圖3）。例如當某一地區田間的稻熱病

菌株帶非致病基因（Avr-Pia），而該處栽培

之水稻品種（如Sasanishiki）帶特定的抗病

基因（Pia+）時，縱使該稻熱病菌感染入侵，

Pia+可辨識上述的Avr-Pia蛋白，即可啟動後續

的免疫防禦反應，產生專一性的抗病力（如

圖4）；但若當地另一品種（如Shin-2）縱使

帶其他抗病基因（如：Pib、Pita…等）而非

Pia+者，該水稻也因無法辨識Avr-Pia而不具抗

病性；又或當田間的菌株由Avr-Pia轉變為帶

Avr-Pita等其他非致病基因時，原來的水稻品

種若僅有Pia而無Pita抗病基因，也將使該品

種無抗病能力而發生稻熱病。由此更深入地

由基因層次探討，可說明上述臺農70號等抗

病品種面臨新的病原生理小種出現時，原有

的抗病能力消退或失效的原因。

結語
隨著友善耕作的意識興起，減少化學肥

料及農藥的投入使用以降低對環境的負擔，

漸漸受到部分生產者所接受，因此，選用抗

病能力較強的品種實為一可行之道。然而，

品種的育成並非一蹴可及，需投入較長的時

間與人力進行，且如上述所言，水稻品種稻

熱病抗性易受田間病原菌的頻密更替而失去

抗性。因此，若在同一地區種植多個不同抗

病基因的不同品種，可避免單一品種種植面

積過大，造成如102年一期作嘉南地區稻熱病

疫情大發生的情勢。此外，利用已知抗病基

因的秈稻或野生稻種原，雜交導入國內的良

質米稉稻品種中，期望可拓增抗稻熱病基因
的來源，並提升抗稻熱病能力，也是國內育

種單位共同努力的目標。

No	avr-Pia

Avr-Pia

Yoshida	et	al .,2009

▲圖3. Flor提出的「基因對基因」（gene for 

gene）假說。

▲圖4. 具抗病基因Pia+之水稻品種Sasanishiki

，可辨識水稻熱病菌Avr-Pia蛋白，啟動

專一性的免疫防禦反應；而未具抗病基

因Pia+之水稻品種Shin-2，無法辨識Avr-

Pia而無抗病力。

寄主或病原菌的基因型
寄主（如水稻等）

RR	或	Rr rr

病原菌（如水稻稻
熱病菌等）

AA	或	Aa 抗病 感病

aa 感病 感病

常綠小喬木，係優良油料植物，與橄欖、油

棕及椰子並列為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樹種，油

12

96

【
農
業
新
知
】



▲圖1. 彫木蛾幼蟲蛀食枝條。

茶籽榨取之苦茶油更有「東方橄欖油」之

稱。臺灣油茶主要栽培種類為大果油茶（C.	

oleifera	 Abel）及短柱山茶（C.	 brevistyla	

（Hayata）Coh.-Stuart），短柱山茶又稱小果

油茶，本場轄區種植油茶區域新北市、桃園

市及新竹縣皆以小果油茶為主要栽培種類。

由於小果油茶含油量高且榨油品質佳，深受

消費者喜愛，配合輔導休耕地轉作及山坡地

檳榔轉作政策，政府也積極推廣種植油茶，

致小果油茶栽種面積逐年增加，惟油茶品種

單一化大面積種植，病蟲害發生也日趨嚴

重，並已成為油茶栽培生產之限制因子。

油茶彫木蛾（Casmara	patrona	Meyrick），

又名油茶蛀心蟲、油茶織蛾或茶木堀蛾，為

油茶及茶樹等山茶科植物重要蛀食性害蟲。

本場104-105年於新竹縣湖口鄉成樹油茶田

區調查油茶彫木蛾發生密度，結果危害率48-

60%，單株油茶樹同時有1-3隻幼蟲蛀食危

害，造成植株多處枝條乾枯，影響油茶樹生

長及茶籽收獲。油茶彫木蛾在臺灣研究文獻

相當匱乏，僅有1篇係茶樹對於彫木蛾形態及

危害觀察之研究（廖增祿,	1963），且彫木蛾

幼蟲終年藏匿枝條蛀食，農民對於彫木蛾發

生習性較陌生，致常錯失防治適期。因此，

本文概述彫木蛾形態特徵、生態習性及危害

情形，並介紹其防治方法，提供轄區種植油

茶農民防治管理參考。

彫木蛾形態特徵
雕木蛾成蛾體長19-24公厘，翅展37-45

公厘，觸角白色絲狀，全體黑褐色，休憩時

翅呈屋脊狀。前翅赤褐色，翅基部具紅色隆

起鱗堆，翅中央部位深褐色，並具3條白色

橫線，翅前緣外端有土紅色區塊。後翅暗褐

色，外緣灰黑色，內具紋路。腹部黑褐色，

各節生有白色橫帶。足具黑褐色及灰白色長

鱗毛。成蛾壽命4-10日。

卵長1公厘，似蠶豆形，中央具一橫紋，

褐色或米黃色，卵期10-23日。

老熟幼蟲體長35-45公厘，呈細長圓筒

形，乳白色或淡黃色。頭部及腹部末節具紅

褐色硬皮板，頭部中央具一個淺黃色“人”

字形紋，胸部略膨大，體環節成竹節狀（如

圖1）。幼蟲期290-310日，共5齡。

蛹長20-24公厘，紅褐色，圓筒狀，為無

關節大顎被蛹。頭端較大且圓，腹部第4環節

以後能扭動，蛹期30日。

彫木蛾生態習性
雕木蛾年發生1世代，少數兩年1世代，

以3-5齡幼蟲在受害枝幹中越冬，翌年4月

中、下旬後化蛹，5月上、中旬進入化蛹盛

期，5月下旬至7月成蟲羽化後交尾產卵（6

月上、中旬為羽化高峰期，6月下旬幼蟲盛

發），8月上旬後開始見到枯梢。成蟲喜在

下午或夜間羽化，白天隱蔽在油茶叢中停

息，以前足及中足抓握油茶枝條，身體呈懸

掛狀，夜晚始活動，具趨光性，飛行力強。

交尾後雌蟲產卵於當年春芽基部，以散產為

主，每處1-3粒。初齡幼蟲蛀入嫩梢，向下

鑽蛀，取食木質部及髓心，蛀食後開始有糞

便排出，枝條上出現直徑0.38-0.45公厘排糞

孔，以後幼蟲向下蛀食一段時間即會蛀1個排

糞孔，幼蟲期長達9個月以上，每條幼蟲一

生可蛀7-10個排糞孔，蛀食枝幹長度可達80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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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公分。老熟幼蟲化蛹前咬穿枝條成一羽化

孔，羽化孔近圓形，直徑3.5-7公厘，然後在

離羽化孔3-4公分蟲道內吐絲作繭化蛹於內。

彫木蛾危害情形
彫木蛾侵入主要分佈在枝幹向陽面，樹

層中下部（140公分以下）為主要發生區段，

植株生長勢衰弱且疏於管理之油茶園較易發

生彫木蛾危害。初孵化幼蟲多於油茶樹當年

嫩梢基部危害，隨後蛀入枝幹，枝幹內蛀蟲

蟲道內壁光滑，不留糞便，幼蟲糞便及蛀食

木屑於枝幹排糞孔排出，可見被害枝條上數

個圓形排糞孔成列，狀如簫孔（如圖2），蛀

蟲蟲道內徑8-13公厘，因枝條內部中空，使

水分不能上升，導致油茶樹枝條枯萎（如圖

3）。

彫木蛾防治管理
防治彫木蛾應實行綜合防治，並維持園

區生態平衡，以利油茶生長發育及有益生物

生存繁殖，遏制其大發生，彫木蛾防治管理

如下：

一、	耕作防治：加強油茶園管理，適當給水

給肥，增強樹勢，發現有蛀蟲孔或乾枯

被害枝條，應隨時剪除並集中銷毀或深

埋，可於8月中、下旬進行被害枯萎枝

條一次性剪梢，以殺死蛀食於枝條內幼

蟲。

二、	物理防治：利用成蟲趨光性，在油茶園

▲圖3. 彫木蛾幼蟲危害造成枝條乾枯。

▲圖2. 彫木蛾危害蛀食，枝條具成列排糞孔，

狀如簫孔。

區掛置誘蟲燈，於傍晚至晚上9時點燈誘

殺成蟲。

三、	藥劑防治：5-7月成蟲產卵盛期，使用

3%蘇力菌可濕性粉劑（稀釋2,000倍）

噴施新芽嫩梢，毒殺初齡幼蟲。

四、	生物防治：自然界天敵小繭蜂會寄生彫

木蛾幼蟲，可於油茶園增加生物多樣

性，營造適合天敵生態環境，以利寄生

蜂立足。

結語
油茶栽培管理方式一般較為粗放，一旦

油茶品種單一化大面積推廣種植，再加上每

年氣候變化程度不同，病蟲害發生種類及頻

度出現差異，其危害情形將更趨複雜而難以

掌握。彫木蛾屬於偶發性害蟲，一般田區害

蟲密度不高，但近年來極端氣候異常、人為

管理不當，加上彫木蛾幼蟲蛀食枝幹，危害

期長不易防治，極有可能短時間爆發成嚴重

害蟲。因應油茶大面積推廣栽培，本文概述

油茶彫木蛾及其防治方法，籲請農友瞭解該

蟲發生生態，建立良好綜合防治管理，以有

效控制蟲害，提高油茶品質與產量，增加農

民收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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